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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戶籍改革持續推進戶籍改革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與遷入地戶籍人口享同等權利與遷入地戶籍人口享同等權利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

繁重的任務仍在農村。《中共中央關於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簡稱《決定》）中，農業農村改革佔

很重分量，專門有一章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

體制機制作出系統部署，明確了農村改革的

重點任務，提出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

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

務制度，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深化

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專家表示，長期以

來，國內城鄉二元結構（指以社會化生產為

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農生產為主要特

點的農村經濟並存的經濟結構，編者註）是

制約要素平等交換、自由流動的主要阻礙，

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和公平正

義的制度性下行力量。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藩籬，圍繞「勞動力、土地」兩大關鍵要素

的體制機制改革或為重中之重。

菜商冀借港打開國際市場 助內地農產品走向世界
「山東壽光作為中國重要的蔬菜

集散地，每年近900萬噸蔬菜從這

裏運往全國300多個城市，特別是

京津冀、長三角及粵港澳大灣區的

重要蔬菜供應源。」壽光市委宣傳部的韓佑銘向

香港文匯報介紹，當地已建成面向粵港澳大灣區

的「菜籃子」配送與加工體系，並在大灣區開設

了銷地加工集配中心，每日冷鏈物流滿載鮮蔬南

下，去年6月還設立了香港專銷區，實現了蔬菜

直供香港。

「供港食品有嚴格的准入標準，其質量安全標

準理應成為『綠色農業』的質量標杆。」他透

露，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等港企近年來選擇落

戶壽光，利用當地資源發展高端食品產業，促進

農業附加值提升。「我們希望持續深化與香港市

場的業務合作，借助其國際物流與銷售網絡，將

蔬菜拓展至東南亞等海外市場。」

建智慧監管平台 掃碼可溯源
《決定》提出，壯大縣域富民產業，構建多元

化食物供給體系，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久久

匯瓜果蔬菜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張樹星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不久前該合作社被認定為粵港澳大灣

區菜籃子生產基地，通過「基地+合作社+公

司」模式，實現了從種子到餐桌的標準化管理，

還特別針對粵港澳偏好，調整種植策略，確保蔬

菜品質與市場需求高度契合。「比如港人愛吃嫩

菜，尤其是葉子菜的芽菜和菜心，彩椒是備受廣

東市民歡迎的『明星產品』。」

張樹星說，近年來，當地進一步拓寬與粵港

澳市場的產銷對接渠道，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蔬

菜生產基地執行標準，健全田間生產管理記錄

檔案。「我們還建立了農業智慧監管平台，利

用數據管理系統形成電子二維碼，消費者通過

掃碼可全程追溯產品的生長環境、土壤、用

肥、用藥情況，實現蔬菜生產環節全鏈條追

溯、全流程監控。」

「香港的市場非常國際化，我們正好借此機會

能進一步獲得國際市場認證，不僅銷往東南亞，

也銷往中亞、俄羅斯，還有日本、韓國等國家和

地區。」祥佳果蔬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孟祥佳說，

香港可作為內地農產品出口國際市場的中轉站，

幫助內地農產品走向世界。

中國土地制度城鄉二元化特徵明顯，
城鎮土地為國家所有，使用權可有償轉
讓，具有較高價值和變現能力；但農村
土地為集體所有，其用途不可改變且不
能直接上市交易，利用效率低下，存在
閒置浪費現象。據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
數據，2019年我國農村宅基地閒置率達
18.1%。
《決定》提出，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
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
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
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建
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同常住人口
增加協調機制；推動土地混合開發利用、
用途合理轉換，盤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
地。
受訪專家認為，《決定》進一步明確

了土地制度改革方向，新一輪土地制度
改革進程或將開啟。未來三個方向值得
關注：其一，建立健全集體經營性建設
用地入市制度，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
設用地入市；其二，完善農村承包地
「三權分置」制度，進一步放活土地經
營權的轉讓、流通，拓寬流轉範圍；其
三，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
權，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盤
活利用閒置宅基地和閒置房屋，完善存
量宅基地退出有償制度。
中指研究院市場研究總監陳文靜表
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我
國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當前已在
全國範圍內展開試點，並取得了階段性
成果。《決定》進一步明確「有序推進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
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未來配套
政策有望進一步完善。《決定》明確指
出「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同
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未來人口持
續增加的優勢地區，新增城鎮建設用地
指標或將得到更多保障，「人、房、
地」聯動機制的建立將發揮更大效
能，陳文靜說。

統籌建立糧食產銷區橫向補償機制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糧食
安全關係着國計民生。但長期以來「一

斤糧食價格不如一斤純淨水」，「種糧
不賺錢」等問題備受關注，影響廣大農
民種糧積極性。《決定》提到，加快健
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推動糧食等
重要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統籌
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
制，在主產區利益補償上邁出實質步
伐。
「受小農戶生產、現代化水平不足、
農資漲價等因素影響，我國的糧食生產
成本相對較高，但農民受益卻不高。」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
員鍾鈺表示，目前我國對糧農的收益保
障有幾大部門，如糧食保護價、種糧補
貼、種糧保險等，今年開始，我國全面
推廣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
收入保險，這也是惠及種糧農民的重要
舉措之一。「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
制，不僅需要採取新的具體保障措施，
也需要注意各種保障機制之間的協調和
延續性。」
保障糧食主產區的利益，同樣是保障
糧食安全的根基之一。我國有十三個糧
食主產區，為保障糧食生產，這些糧食
主產區大多付出了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
代價，而糧食主銷區則多為經濟發達區
域。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建
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
《決定》提出「統籌建立糧食產銷區省
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在主產區利益補
償上邁出實質步伐。」鍾鈺認為，這意
味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政策可能會
在短時間內出台。
事實上，我國一直有對糧食主產區的
補償機制，比如中央加大對糧食主產區
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中央對產糧大縣
進行獎勵等。但這些補償機制，大多是
中央糧食主產區的縱向補償，目前仍缺
乏產銷區之間的橫向補償。鍾鈺認為，
實質性的橫向補償機制意味着在未來糧
食主銷區必須做出更多的補償措施，拿
出真金白銀必然是其中一環。「由於糧
食調出省和調入省之間，可能很難做到
具體的對應，所以，可能的做法是，各
個糧食調入省拿出錢來，由中央統籌，
補償給各個調出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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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農村改革亮點（部分）
◆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
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
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
轉移人口市民化

◆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
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
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願有
償退出的辦法

◆允許農戶將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
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

◆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
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加快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推動糧
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統籌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
制，在主產區利益補償上邁出實質步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來自河北省黃驊市的高建國在北京工作生活
已有十多年，但他始終覺得沒有歸屬感。

幾年前，由於他和妻子在北京沒有戶籍和住
宅，他們的大女兒到了入學年齡後無法就近取
得公辦小學的入學資格，只能就讀於一所民辦
打工子弟學校。後來這所學校關閉，孩子面臨
無學可上的困境，他們不得不在河北老家的城
區購買房產，並將孩子交給老人照顧。高建國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他們的小兒子也已
滿五歲，夫婦二人非常希望他能留在身邊接受
教育，「一旦孩子變成『留守兒童』，情緒上
就會感到被忽視，這很可能會對他們的學業和
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
率為65.2%，同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7.7%，
兩者之間存在約 17.5 個百分點的缺口。專家指
出，過去國內公共服務與戶籍制度掛鈎，導致全
國大概2.5億農村轉移人口長期在城市居住工作，
但無法享受同等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極大抑制
了其消費意願和潛力，也不利於未來城鎮化進程
的高質量持續發展。
《決定》提出，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
制。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
動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
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
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
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
化。

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強化財政支持政策體系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穩步推
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提法相
比，《決定》明確由常住地為流動人口提供基本
公共服務，權責更加明確，未來有望形成城鎮常
住人口與城鎮戶籍人口享有同樣平等無差別住
房、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新局面。
董煜表示，近年來，中央一直在持續降低進城
落戶的門檻。除了一些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區
以外，理論上絕大多數城市都應該放開落戶門
檻，《決定》更加鮮明地體現了這一趨勢，特
別是強調讓進城務工人員能夠享受與遷入地人
口在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同等權
利，這些都是最關鍵的問題。「如果能夠在這

些方面讓進城務工人員享受與市民同等的服
務，他們就能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相當於有
了一種穩定預期，不僅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便
利，還會帶來住房以及各方面的消費增長。」
專家認為，為實現上述制度安排，預計還需要

有其他配套改革措施，一方面是進一步深化戶
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
市落戶限制，完善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
度；另一方面是強化財政支持政策體系，提高
政府財政支出中公共服務佔比，健全財政轉移
支付與中央預算內投資資金，與為城鎮常住人
口提供公共服務掛鈎的機制。

土地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願有償原則
另外，《決定》明確要「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
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
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
自願有償退出的辦法」。中指研究院市場研究總
監陳文靜表示，在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推
動農民進城的過程中，農民合法土地權益的有效
退出或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韓俊24日在國新辦發布會

表示，土地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
不得違背農民意願，不得損害農民利益，不得改
變土地用途。「現行政策是允許探索農民這『三
權』自願有償退出辦法，但出台這方面政策一定
要穩慎，不能颳風，花個幾萬塊錢就徹底買斷
了，對農民的長遠利益未必就是划算的，這方面
一定要給農民留個後路，為農民的長遠利益着
想。」

◆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山東配送中心。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決定》提出，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圖為7月25日，在山東省青島市中鐵建工一項目部，
2024年青島市建築工地「小候鳥」驛站志願服務活動啟動。來自山西、黑龍江、四川等地的230餘名兒
童，與堅守在島城各處建築工地務工的父母團聚。 新華社

◆《決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
共服務制度。圖為早前，老人在浙江嘉興秀洲區新
塍鎮虹橋社區長者食堂購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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